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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志慧 孔朝阳）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浙江省农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专 项 规 划》（2024—
2027），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专项规划。据悉，该《规划》将推
动农村垃圾源头分类精准化、投放清运
规范化、回收利用资源化、站点运维标
准化、环卫保洁精细化。

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
进农村垃圾治理二十载。2003 年至
2013年，浙江积极探索农村垃圾治理举
措，确立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
标的分类处理方针。2014 年至 2017
年，全省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资
源化试点工程，建立了“五有措施”、“四

分四定”体系。2018年至2022年，全省
普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逐步建立

“分类投放，分类回收，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体系。

据了解，《规划》按照因地制宜、城乡
一体、区域统筹、节约集约、共生循环、精
管善治、长效施策等原则，加强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分类投放、收运、分类处置、农
村环卫保洁规划等内容和规划建设，持续
擦亮“农村垃圾分类看浙江”的金名片，形
成系统创新、科学实用，可复制、可推广的
浙江方案、浙江标准和浙江模式。规划至
2027年，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处理和保障体系，实现分类处理
率88%以上、回收利用率72%以上。

全国首个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出台

本报讯 （记者 杨群） 11 月 25
日，以“日月光华 和合共生”为主题的
2024 复旦大学·上海台州周活动正式
启动，将陆续推出和合台州文旅市集、
台州博士后科研项目需求清单、未来产
业交流会以及“在复旦阅见台州”书展
等系列活动，推动双方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近年来，复旦大学与台州合作紧
密，共建复旦张江研究院数字经济创新
中心、与台州卫健委签约为战略合作伙
伴，致力于为台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复旦
力量。这次举办“台州周”，为校地合作
探索了新模式。“我们要将台州现代化
城市建设的成功案例，通过科创座谈、
人才交流、舞剧展演、美食分享、短视频
创作、书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融
通，让千年古城与百年名校的交心之
旅、合作之旅迸发出更强劲的活力动

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表示。
台州民营经济发达、产业基础扎实，

复旦大学拥有拔尖创新人才，双方在人才
与产业合作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启动仪
式现场，共有15个项目签约，包括校地合
作、科技投资2大类，涉及医疗、人文、科
技、产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复旦大学、台
州城投集团与上海复容投资有限公司拟
合作共建复旦台州创新中心。

活动期间，台州还将连续举办“沪上
高校台州专场招聘会”“博士后和博士科
研项目合作洽谈会”“高层次人才创业创
新项目（复旦）专场路演”等。据悉，以复
旦大学·上海台州周为契机，台州与复旦
大学将进一步增强交流互动、协同联动，
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
沪台合作、产教融合，为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作出彼此更大贡献。

近3年来，台州贯彻人才强市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新引进大学生超30万名。

复旦大学·上海台州周启幕

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如何让学生在校园吃得更好？
近日，记者走进各地中小学、教育局等，探寻破题之招。

上学日一早，杭州市育才京杭小学校医杨洋就会通过教育
局内部系统线上采购学校当日所需食材。除了校医，她还是学
校的食堂采购员、营养师。“为了保证营养和餐品风味更丰富，要
确保菜谱一个月内不重样、花式米饭一周内不重样。”杨洋说，每
次推出新菜，她还会在餐后去查看泔水桶，了解孩子们对新菜的
接受度，以便及时调整。

“孩子回家总说学校的饭菜好吃，每天都能光盘。”该校二年
级学生家长邵女士告诉记者，每个过生日的孩子，午餐还能吃到
一大盘炒面和荷包蛋。该校校长莫慧萍介绍，为用好用足每个
孩子每天 15 元的餐费，学校想了不少办法。例如，每学期都随
机调查学生对食堂菜品的喜好；为食堂员工量身定制奖惩考核
办法，还有校龄津贴等。

在温州，为了让学生吃得好，有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在探索实行“ABC 套餐自主选择+添餐”的个性化服务模
式，高中阶段学校则探索“窗口选餐+特色风味餐档口+添
餐”的多元化供餐模式。如温州人文高级中学向学生征集

“想吃清单”，再根据清单中的推荐次数排序，每月安排厨师
外出探店学习，增加学校食堂新菜；温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推
行信息化预约点餐机制，学生可通过刷脸系统，在平台自行
选菜和预约订餐。

校园餐不但要吃得好，更要有营养。胡萝卜炖牛腩、醋溜
白菜肉片、清炒藕片、裙带菜豆腐汤⋯⋯11 月 12 日中午，记者
在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体验校园餐。在学校营养师宋
澜老师的手机里，记者看到一份特别的菜谱：每道菜都标明了
具体的营养元素数据。“每周五，我们都会具体查询下周菜谱
里各种主要原材料的营养元素，再根据原材料的克数，计算出
每道菜的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的达标率。”宋老
师说，每周一，这些菜谱营养成分分析图都会和菜谱一起推送
给家长。

为了优化学生膳食结构，因地制宜提供符合青少年营养需
求的食物，我省部分市县教育局还制定相关标准，为学校提供参
考和指导。

前不久，温州市教育局编制《温州市学生营养餐指南》的做法被教育部交流推
广。记者看到，这份指南专门邀请温州市疾控中心营养所专家参与编写，规定了6
至 17 岁学生的营养配餐原则，内容非常细致。例如，每周学生餐食物种类不少于
25种；每人每天烹调油用量不超过30g，包括酱油和其他食物所含食盐在内，每天
总量不超过 5g。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联合各方力量编制《营养套餐食谱 100 套》

《二十四节气营养套餐》两套配餐参考标准，根据常见的食物原料因地制宜制定了
营养套餐及100套带量食谱，可操作性强。

此外，各地还加大了校园营养师培养力度。温州市除了充分发挥现有数十名
校园公共营养师的作用外，还利用中小学教师每年90课时培训项目机制，实施“校
园食育师”培养计划，已有100多名老师经由温州大学培训后成为自己所在学校的

“校园食育师”；遂昌县教育局举办公共营养师（中级）培训，弥补部分学校没有营养
师的空白；余杭区实施“营养+”计划，组织厨师专业技能培训和营养指导员培训，
目前已有持证营养指导员 264 名，通过厨师专业技能培训 80 人次，该计划已实现
全区公办学校全覆盖。

（本报记者 姜晓蓉 纪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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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婧） 历经大半年
的线上角逐，“阿尔法蛋杯”2024 年全
国业余象棋棋王争霸赛“兰亭杯”总决
赛，近日在绍兴市柯桥区举行线下决
战。来自全国各地的 288 名业余象棋
好手汇聚一堂。通过3天角逐，公开男
女组、少年男女组在内的各组别冠军顺
利产生，共计近 15 万元人民币的总奖
金也各归其主。

全国业余象棋棋王争霸赛创办于
2015年，是国内首创采用“O2O”（线上+

线下）比赛模式的顶级业余象棋大赛。
该赛事通过创新模式大幅降低棋手参与
门槛，设立丰厚奖金和丰富有趣的比赛

玩法，以及和多个办赛地进行旅游文创
深度融合，吸引大批参与者。据弈战平
台统计，今年的棋王赛线上海选环节，共
有284173名业余棋手报名参赛，众棋手
共贡献1176576盘对局，总参与人数和
对局总数再次书写历届新高。

据悉，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棋
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象棋协会、绍兴市
柯桥区政府、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和浙江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报数字文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兰亭文化旅游度
假区管理委员会、柯桥区教育体育局、柯
桥区兰亭街道办事处、柯桥区体育总会
和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办。

全国业余象棋棋王争霸赛总决赛收官

本 报 杭 州 11 月 25 日 讯 （记 者
李娇俨） 25日，讲解员韩欣阅见到了第
一批来参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
馆的外宾，他们对展厅内的古代绘画兴
致盎然——当看到 3D 打印的石窟寺
时，惊讶地反复询问“这真是打印出来
的吗”；看到放大数倍的《千里江山图》
时充满惊喜，纷纷拿出手机合影拍照；
感受宋画之美后，还用波斯语通过 AI
装置与宋徽宗对话：“你是一个很有才
华的皇帝！”

第二届“良渚论坛”期间，由杭州市
余杭区政府与浙江大学共建，位于良渚
文化核心区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
藏馆开馆，并举办首展“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宋画大展”。
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

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下称“大
系”），是 2005 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批准，
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
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
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大系”以近二十年之功，共收录海内外
263 家文博机构的纸、绢（含帛、绫）、麻
等材质的中国历代绘画藏品 12405 件

（套），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的“国宝”级
绘画珍品，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宋
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
全集》共计 60 卷 226 册，是迄今为止同
类出版物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
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集成。

走进“大系”典藏馆，由 226 册“大
系”出版物组成的“书林”高耸向天，这
是“大系”书籍第一次全部展出；“书林”
的一端连接着“大系”的过去：在“镜厅”
中，第一次展出“大系”手稿，上面满是
编辑们的批注，让我们看到这项重大文
化工程的诞生过程；“书林”的另一端连
接着“大系”的未来：“中国丝绸艺术大
系”已出版五卷供观众翻阅，讲述衣被
天下的丝绸故事，成为“大系”的延伸之
作⋯⋯

策展人王小松告诉记者：“这里最
初是一座粮仓，经过策展团队的彻底改
造，反复打磨十几稿展陈大纲，并且为
展厅装饰了大面积来自唐代绘画中的
鲜艳色彩，形成了现在的艺术空间。”

展览以“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宋
韵千载 文脉留芳”“创新转化 无界之
境”三大板块呈现，展出 1685 件宋代

（含五代、辽、金）及敦煌藏经洞、黑水
城出土同时期绘画高清打样稿档案，
全面展现宋代绘画艺术的辉煌成就，
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宋代绘画的首次
重大汇聚。“一次能集中看到这么多宋
画，在任何展览中都是十分少见的。”
王小松说。同时，这里还展出第 60 届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美美与共：
集”展览中的文献批注档案，向观众展
示西方世界是如何对中国绘画进行传
播研究的。

“这画可真美！”来自伊朗的学生玛
兹嫣在宋代绘画大师范宽的《溪山行旅
图》前感叹，“画中描绘的独特山水场
景，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魅力。”

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缪哲看来，这是展厅中“公认的最伟大
的作品之一”。画面主体是巍峨高耸的
山体，高山仰止，壮气夺人。山谷深处
一瀑如线，飞流百丈。画面前景溪水奔
流，山径上一队运载货物的商旅缘溪行
进，为幽静的山林增添了生气。

“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山水画作，它
十分简单，却能创造出雄壮的气势。”缪
哲说，站在这幅画前，能自然而然地想

到美学家温克尔曼说的“高贵的单纯，
静穆的伟大”。范宽用前景、中景、远景
三段层层递进的音乐式节奏，人物、楼
宇和瀑布等比例对比关系，创造了一座
耸峙的庞大山体，令人感受山岭之中的
生命活力，成为后世掌握北宋山水面貌
的典范之据。

环顾四周，宋画呈现出的皆是宋人
简单、含蓄、谦卑、轻柔之美。《斗浆图》
描绘了反映茶文化的南宋风俗“点茶”；

《金明池争标图》中的泛龙舟、观水戏与
《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的别无二致；分散
各地的《睢阳五老图》再聚首，展现栩栩
如生的宋代文人气质⋯⋯

展览中，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通过自主研发、全球领先的 3D 高保真
数字测量与重建技术，将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世界八大石窟中的中国四大
石窟，以及四川安岳石窟、杭州灵隐飞
来峰石窟群等代表性龛像和山西五台
山佛光寺塑像、壁画进行等比例复制，
让这些不可移动的石窟艺术遗产与“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的海内外珍稀佛
教绘画汇聚一堂，再现“佛教中国化”的
宏大历史进程。

“这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古阳洞高树
龛。主尊佛首曾被盗流失海外，后经多
方努力终于回归。通过三维数字技术
和 3D 打印实现了回归佛首与造像残存
的‘身首合一’。”韩欣阅说。

展览还通过科技创新打造沉浸式
体验空间，引领观众步入历史画境，感
受古画从“静”到“动”、从“历史”到“现
实”的艺术生命力；运用 VR 技术带领
观众穿梭历史时空，体悟文物保护的艰
辛与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

流散世界各地的宋画齐聚故土，破
碎的石窟艺术再现原貌，“大系”典藏馆
具有非凡的意义。“大系”由《宋画全集》
发端，源于古都临安、成于当今杭州，与
杭州“千年宋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余杭则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
遗址所在地。“大系”作为中华文明自先
秦汉唐以来最为详备、极其珍罕的绘画
图像文献集成，与良渚文明考古遗存、
传世典籍文字文献优势互补，交相辉
映，以图像与技术相结合的形式，生动
呈现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奏响一曲
名为“中国”的悠长之歌。

第二届“良渚论坛”期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开馆——

一眼千年 文脉留芳

11月25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正式开馆。图为中外嘉宾体验馆内数字化展陈设施。 本报记者 姚颖康 徐彦 倪雁强 摄

良渚古城，芦花婆娑纷飞。来自
希腊的考古学教授苏尔塔纳·玛丽亚·
瓦拉莫蒂信手定格下这一瞬间的美
丽，她感叹“仿佛 5000 年的时光在此
刻凝固了”。

11 月 25 日，第二届“良渚论坛”在
杭州开幕。当天下午，近百位中外考古
学家、音乐家走出会场，实地参观考察
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与良渚
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用脚步丈量文明
交融的距离。

当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地发
掘的精美玉器、农具、稻谷粒真实地呈现
眼前，从宏观到微观，实证中华五千年文
明的良渚文化，就这样展现在世界面前。

与良渚的初见

走进美丽洲公园的良渚博物院，看
着细雨中矗立迎客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考古学专家们惊叹于良渚遗址保护之
精良。

精心雕琢的玉器、宏伟壮观的古城
墙、复杂精细的水利系统⋯⋯博物院内
展出的 600 多件（组）各类珍贵文物，让
良渚文明变得可亲可感。专家们频频
驻足，流连忘返。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英国杜伦大
学考古学教授罗宾·肯宁汉说，虽然相隔
万里，他和良渚的初见，却犹如“老友见
面”一般，“来之前，我对良渚文化已经有
所了解，因为我教的其中一门课程就是世
界文明史，研究埃及、印度、中国这些文明
古国，良渚是其中很重要的章节。”

从书本走进现实，让罗宾·肯宁汉
啧啧称奇的，是良渚出色的文物保护与
展示技术。他俯身凝视着一盘来自
5000 年前的炭化稻谷，这实证了良渚
稻作文化曾经的发达，“考古中经常会
有材料遗失的情况，我发现良渚文化尽
可能地完整保留了第一手资料，这让我
很惊喜。”

“瑶山遗址由什么组成？祭坛和墓

地发挥什么作用？”一边仔细聆听讲解，
苏尔塔纳·玛丽亚·瓦拉莫蒂一边频频
发问。和罗宾·肯宁汉一样，她也是初
次来到杭州，“保护和追溯做得如此完
整的遗址，在欧洲也不多见。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厚度和现代中
国的速度。”

同一时刻，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
数十名音乐家正与城墙遗址、宫殿基址

“亲密接触”。
瑞士西部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日

内瓦高等音乐学院教育主管泽维尔·布
维耶登上莫角山宫殿遗址，眼前的先民
遗迹沉默地勾勒着这里曾经的璀璨。
他说：“我很期待有一天，人们能在良渚
遗址中发现来自五千年前的乐器，我想
听听来自五千年前的声音。”

与世界的联结

于良渚而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世界考古
论坛终身成就奖得主白简恩教授是一
位老朋友。“这是我第三次来良渚。”

她说，与第一次来良渚时相比，良渚
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变化非常大。“我最感
兴趣的是水利。”她指了指良渚古城的沙
盘模型，在古城外围，建有大型多功能水
利系统。“我比较关注良渚先民如何管理、
利用水资源，我也会想象，如果时光倒流，
其他地区如何学习借鉴良渚的经验。”

在良渚国际研学中心，音乐家们“变
身”玉石匠，体验着玉器制作的过程。

西班牙利赛欧音乐学院教授何塞普·
奥里奥尔·萨尼亚笑着说：“打磨良渚玉器
的过程，让我想起了拉小提琴时的动作，
十分有趣。”一旁的阿根廷国立艺术大学
音乐教育家吉列尔莫·威廉·雷赫尔曼率
先打磨出成品，兴奋地向同伴展示：“太漂
亮了，这是来自五千年前的礼物。”

见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更需
要创造性的传承。华东师范大学河口
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张华
关注的角度就有些小众：“你知道大约
4500年前，良渚古国为何突然崩溃吗？”

王张华说，她和团队在 2018 年开
展研究，提出海平面快速上升导致长江
三角洲及杭州湾滨海平原在良渚文化

末期发生大范围的水涝灾害，可能是触
发良渚文化衰变的重要环境因素。“今
年受邀参加‘良渚论坛’，我最想做的就
是与同行们交流‘杭州湾沿岸良渚早期
的气候水文事件’，进一步探索良渚文
明呈现的人地关系。”王张华表示。

与未来的约定

离开遗址公园，苏尔塔纳·玛丽亚·
瓦拉莫蒂依然对一钵稻米念念不忘，

“水稻种植在希腊农业系统里占有相当
分量，在希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源自公
元前 2 世纪，可以说，稻米花了几千年
的时间才从中国来到希腊。”

苏尔塔纳·玛丽亚·瓦拉莫蒂认为，
人们在农业上所展现出的智慧，对于现
代人如何适应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有
很大的借鉴意义，这正是保护传承史前
文化的必要性。在她看来，“良渚论坛”
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好平台，应该继
续举办下去，“据我所知，今年会有一批
中国考古学家去雅典学习考察。我很期
待未来中国和希腊有更多交流。”她说。

同样期待的，还有白简恩。她认
为，良渚文化已经成为世界遗产，其文
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举办

“良渚论坛”就是一种保护与传承。
因为交流所以期盼，共生共融的力

量在生长，越来越多的国际元素，正在
加入良渚文化的传播与保护。

“讲解良渚水利系统的时候，我没
有用威尼斯做类比，而是用了江南水
乡。”刚刚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讲解，良渚
博物院的双语志愿者麦安琪对记者
说。这位已经在良渚做了两年多双语
讲解的美国姑娘说，用中国文化注释中
国文化是她的坚持。

我们期待，在“良渚论坛”上，能看到更
多的桥被架起，更多的路被连通，更多的文
化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

（本报记者 张梦月 詹丽华 见习
记者 胡金 通讯员 丁书堇）

近百位中外学者专家走读良渚

用脚步丈量文明交融的距离

11 月 25 日，参加第二届“良渚论坛”的各国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古城遗址
公园采风，实地了解良渚文化。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